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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用公元纪年。

·四、历代政府、职

官、行政区域均用当时称谓，必要时加注今名口五、1993年9

月9日撤宜山县设宜州市，在此之前文中称宜山县；在此之后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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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年末人口59．58万人，其中壮族人

口43．85万人占73．6％，汉族人口10．26

万人占17．2％，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9．2％。

清末，县财政收入以田赋和屠宰税为

大宗，兼有其他收入。年总收入为3万余

元银元。民国初年，增加花捐(妓馆捐)年

约1万元。后来，随着国税、省税在境内

征收的项目日多，县地方附加税及附加收

入亦随之增加。民国23年(1934)收入为

15．44万元(国币)，全县人均o．60元。民

国29年为52．88万元，其中含有货币贬值

因素。

解放初期，征收公粮供应军需民食和

政务支用。1950年收入粮谷409万公斤(内

含附加12％的地方公粮，下同)。1 951年

收入977万公斤。1952年本级财政预算收

入为50．5万元(人民币)，全县人均2．32

元。其中工商税占57．2％。随着国民经济

的恢复和发展，收入增多。1954年为114

万元，其中工商税占43％。农业税占46．4鬈。

“一五”计划时期，县财政总收入732

万元，年均收入1 46万元。

“二五”计划期间，受“大跃进”浮夸

风的影响，在“打擂台比武”中，打出“超

千万元县”、“超百万元乡(公社)”的计划，

脱离实际，全部落空。财政收入起落失常。

1958年收入314万元，1960年虽跃至630

万元。1961年下降一半，1962年降至295

万元。年均收入367万元·

“三年调整”时期的1963年，县内遭

市财政局设股室15个。人员42人，有

21个乡镇财政所，职工158人。。

特大干旱，农业失收，财政收入降至224

万元。经过执行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方针和农业实行以生产小队为核

算单位后，财政收入情况有了好转。至1965

年恢复到313万元，年均收入277万元。

“三五”计划时期，正遇“文化大革命”

运动，工农业生产及商贸市场受到冲击，收

入增加不多，年均收入为410万元。

“四五”计划时期，由于国家三线建设

布局需要，境内企业增多。并先后兴建中型

糖厂和水电站，为广辟财源，增加收入提供

了有利条件。1974年财政收入突破千万元，

达1033．9万元，居河池地区首位，广西区

第lo位。年均收入827万元。

“五五”计划期初，因批判“唯生产力

论”和“利润挂帅”，致税利减少，财政收

入下滑。粉碎“四人帮”后。开始好转，1978

年再达千万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1980年为1282万元，年均收入1052万元。

“六五”计划时期，贯彻执行中央“调

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采取多项改

革措施，发展生产，广辟财源，帮助企业提

高经济效益，财政连年增收。1985年收入

1950万元，年均收入1604万元·

“t五”计划时期，继续深化改革，实

行县工商企业上交税利承包奖励和乡镇财

政包干，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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